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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可能得等

住户全部迁出

朱先生说，2007年起，这里被划
为拆迁范围，房子开始没人管理了。
在此之前，住户们一直交着维修资
金，而当时济南铁路局作为产权单
位，也会定时前来修缮。

但随着一部分人搬离小院，房子
的产权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据了解，
这里原来有20多户人家，多数已经搬
出，目前还有7户人家居住。朱先生
说，现在房子的产权归各户自己掌
握，总体来说，“产权一部分政府收回
去了，一部分是我们个人的。”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
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但在朱先
生看来，一栋楼原本四户人家，四户
走了三户，让剩下的一户把整个楼的
维修都承担起来，不现实也不合理。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市中区拆
迁办的有关人士曾表示，这几栋建
筑按照原来的规划是原址保留，并
改造成文化用地。大观园街道办一
位工作人员也肯定地说，规划中包
含了对建筑的保护。但据一位知情
人士介绍，修缮需要一个整体的规
划和方案，或要等住户全部迁出后
才能进行。

“文物保护是个好事，需要多个
部门联合进行，每个人都有责任。”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说，这
需要政府出台一个主导性意见，同
时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配合。对于
胶济铁路宿舍，在具体保护时可以
打造成文化、休闲用地，对外展示，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4栋楼剩7户在居住，产权分属不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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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洋房如今破烂不堪

2013年，济南老商埠区核
定27处建筑文物。在小院门口，
也可见“济南市第四批文物保
护单位”的牌子，注明这里是

“纬二路原胶济铁路德国高级
职员公馆”。

然而，就是这座具有历史
意义的小洋楼，如今却破烂不
堪。不少门窗玻璃已经破碎，油
漆更是早就脱落，有的建筑角
落堆满了废旧的木板、椅子。多
数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受损严
重，其中一栋建筑的楼梯上，原

本的水泥面已经几乎全部掉落，
露出了红色的砖石。院子中央的
草丛里，甚至还有一大堆建筑垃
圾。

这还不是最让住户担心的。
“你看那个墙上，电线、水管子都
在那呢，没有保温措施水管子容
易冻裂，到时候整个楼就都喷水
了，一喷水，如果电线短路就容
易引发火灾。”朱先生说。而且院
子里的大堆垃圾，很多都是塑料
制品，万一有人扔个烟头，后果
不堪设想。

110多岁高龄，见证济南开埠

“这几栋楼是1903年建的，已
经110多岁了。”在纬二路19号院，
这里的住户朱先生指着4栋形态
各异的两层德式老建筑说。

据了解，这4栋老建筑原为
胶济铁路德国高级职员公馆，
由德国人建造。朱先生说，这些
老建筑外形别致，构造结实耐
用，虽然历经110多年，依然发
挥着良好的功能。

朱先生介绍，建筑墙壁厚
约40厘米，保证了室内冬暖夏
凉和闹中取静。楼房基底及地
面一米左右为蘑菇石，上为红
砖。阁楼内数根大梁由方形木

材组成，整栋楼下重上轻，保证
了良好的抗震性。

朱先生说，该建筑在几代人
精心使用保护下依然良好，室内
房间的交界处还有一个2 . 8米
高的圆形取暖壁炉，至今仍然在
使用。屋顶上的长方形烟囱有十
字图案的装潢，别具一番风味。

这几栋建筑不光造型上别
有特色，而且是济南开埠后的新
式建筑，是济南从封建城市向现
代文明跨越的标志。此前，济南
市考古专家曾多次表示，这几栋
建筑是济南市老商埠文化的重
要见证，有很高的保护价值。

窗户玻璃支离破碎、楼梯水泥掉得斑驳陆离、院子一角
堆满垃圾……位于济南市纬二路19号的胶济铁路宿舍原本
是别具特色的德式小洋房，如今看上去更像无人居住的鬼
屋。由于产权分属不同主体，这里的修缮陷入尴尬境地。

文/片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刘成溪

胶济铁路
宿舍被列为济南
市第四批文保单
位。

▲建筑一角
堆满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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